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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林书豪的“中国脸”骄傲啥

□汤嘉琛

近日，河北保定警方
依法查处一起散布非典谣
言案件，涉案人员刘某被
依法劳动教养两年。保定
警方称，刘某在未经证实
的情况下，于2月19日在网
上发布“保定252医院出现
非典变异病毒”的虚假信
息，制造了恐慌情绪，扰乱
了社会治安。据卫生部发
布的消息，保定252医院收
治的发热病人，已确诊为
呼吸道感染。

保定警方用铁拳粉碎
非典谣言，却激起了新的

舆论风波,不少人都认为警
方的处罚偏重。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散布
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
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保定
警方量刑依据何在，需要
尽快给当事人和公众一个
说法。

但在这一起谣言风波
中，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当
前的信息公开机制是否存
在漏洞。

首先应该反思的，是
对涉及公共卫生的网络舆

情的反应速度。刘某早在2

月19日就发布了“保定252

医院出现非典疫情，有多
人被隔离”的消息，但直到
2月25日，卫生部才发布权
威消息，确认252医院收治
的发热病人只是普通的呼
吸道感染，与SARS、甲流、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无关。从网络舆情出现到
卫生部门做出反应，中间
竟相隔6天时间。一则未经
证实的消息升格成为一起
公共事件，与这种严重滞
后的舆情应对速度有关。

其次，还应该对现有
的疫情沟通机制进行反

思。2月23日，有记者致电保
定市卫生局时获悉，该局
已经就非典传闻召开工作
会议，并已经组织调查，但
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相
关条例，暂时不能对此事
作出明确答复。也就是说，
当地卫生部门并非对此事
一无所知，而是受到现有
一些规章制度的掣肘，使他
们不能也不敢及时公布信
息。此次保定非典风波证明，
有些流于形式的规章制度
需要尽快做出调整，才能打
通信息公开的通道。

另外，现有的信息公
开渠道也应该与时俱进。

很多人都是从微博上获悉
了保定非典传闻，相关信
息更是在微博中传得“有
图有真相”，遗憾的是，时
至今日，我们都没有看到
卫生部门利用微博这一平
台来澄清信息。进入微博
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途
径也应该多样化。

一场失控的非典传
闻，检验出了卫生部门在
信息公开方面的诸多缺
陷。堵住这些漏洞，让虚假
信息在阳光信息之下无处
容身，恐怕比“劳教造谣
者”这种严厉措施要更有
意义一些。

流言止于劳教，这不是杀鸡儆猴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虽然有“出名要趁早”的
说法，但大器晚成的人同样
会受到追捧。

美国华裔球员林书豪近
来迅速蹿红。凭借着出色的
发挥，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板凳球员一跃成为NBA赛
场上最受关注的明星，“林
来疯”的字眼不断地出现在
媒体上。曝光率不断增高，
给林书豪带来了巨大的商
业价值，据《福布斯》杂志预

测，如果林书豪将这种状态
延续到下赛季，其身价将达
到 1 . 5亿美元。“林来疯”何
以 如 此 疯 狂 ，很 是 耐 人 寻
味。

林书豪的成名经历，很
像一部“丑小鸭变天鹅”的童
话故事。华裔出身、平民家
庭、巨人堆里的“小个子”，这
样的球员“板凳一坐十年冷”
并不稀奇，但是哈佛大学经
济系毕业的林书豪有着超常
的睿智，最终“一球成名”。平
民英雄的故事在美国最受推
崇，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年
轻人的偶像。

受“林来疯”感染的不只

是美国人，在中国为这个“龙
的传人”感到激动和骄傲的
也大有人在。NBA总裁斯特
恩毫不讳言，“美国和中国都
对林书豪给予了极大关注”。
事实上，中国人对林书豪的
关注可能更多，或者说中国
人的关注进一步激发了美
国人的兴趣，因为林书豪的
价值不只体现在赛场上，也
不仅仅适用于美国。

全明星周末期间，还不
是全明星的林书豪喧宾夺
主，被安排了两个专场发布
会、一个球迷签名会，另一
个便是完全针对亚洲媒体
的。其中的商业意图不言自

明，林书豪是一把打开中国
市场的金钥匙。

微博上流传着一条关于
林书豪的段子——— 林书豪和
iPhone有什么共同处？答案
是：中国台湾提供零部件组
装，美国拥有知识产权，但在
中国大陆很有市场。这个段
子很巧妙地隐喻了一种尴
尬，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只能
追捧进口的“神话”，却做不
到原创。

林书豪的成功固然不是
一个“机器人”的成功，他今
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个人的奋
斗。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林
书豪的成功更得益于能够实

现“美国梦”的土壤。作为一
名美国公民，他努力、自信、
执着、创新，终获成功。这种
传奇的主角，在球场有林书
豪，在政坛有骆家辉、朱棣
文，在科技界有钱永健。不少
中国人虽为之骄傲，但除了
都有“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几乎再找不出别的相同之
处。建立在遗传基因上的相
亲相近，与其说是一种自豪，
不如说是一种自惭。这样的
传奇不独为华裔所有，也适
于其他族裔，比如乔布斯作
为叙利亚后裔也创造了苹果
的神话。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凡受追捧的通常都是稀缺
的，林书豪在中国被热捧也
不例外。面对“林来疯”，如果
我们只是激动于那张亲切的
面孔，又未免太肤浅。试想林
书豪如果出生在大洋的这一
边，又会走出怎样的人生足
迹？作为平民子弟，他能在异
样的眼光中坚持自己的理想
吗？在学习成绩与个人兴趣
之间，是不是必须要作出艰
难的取舍？在经过一段流水
线式的教育之后，他的个性
和特长是否已经泯然众人？
想到这些，我们确实应该冷
静一下，试着为下一代做些
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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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能过分迁就

编辑：
你好！
读了2月27日齐鲁晚报

读者来信中《“劝退”了，让学
生上哪儿去》一文，想阐明一
下自己的观点。作为一名仍
然在校读书的学生，我认为

“孩子”不应是迁就的理由。
学校应该是没有责任

的。如果是义务教育阶段出
现劝退这种事情，学校是违
法的。但高中已经不再是义
务教育阶段。犯错的几位同
学虽然不满十八岁，但也已
接近成年。这个时候他们需
要真正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
责。他们的确是严重违反了

校规校纪，男女混合在女厕
所、在本该学习的时间抽烟，
错上加错，合计违反了四条
校规。所以，学校顶住压力坚
持劝退，在制度角度是不存
在问题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
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此点
固然没错。但父母才应成为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养不
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
惰”，如果劝退也算是一种推
卸责任的话，那么以“忙于生
计”为由而忽略了对孩子道
德教育的家长，又该如何定
义呢？

笔者仍然清晰地记着高
中老师的一句话：“人生没有
彩排。”我相信这几位同学的
心灵仍然是纯洁美好的，但

“孩子”不能成为迁就他们的
理由。如果这几位同学从心
底热爱学习，劝退之后也可
以重新来过。

读者：李德才

将军之子令人感动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2月27日

《将军楼走出的高级铣工》一
文，我被坚守工厂一线40年
的开国将军之子刘海虹的淡
泊和质朴深深打动了。刘海
虹的父亲刘其人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官至总政组织
部部长。他能几十年如一日，
牢牢扎根在基层，默默奉献
在艰苦的生产一线，其安贫

乐道、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
敬佩。

近日媒体爆出的“合肥
少女遭毁容”事件，引发了公
众对干部子弟品质的质疑。
刘海虹的经历说明，家庭出
身不是个人品质的唯一决定
因素，与其自我修养有关，也
离不开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
和熏陶。

读者：徐建和

这样的司机

就是“雷锋”

编辑：
您好！
看了2月27日齐鲁晚报

《公交车司机14年献血100升》
的报道后，很受感动，这样的

公交车司机，值得我们学习，
也值得社会尊敬。春风已经
徐徐吹来，学习雷锋又重新
见诸报端，李源的行为，不正
是当前学习雷锋的榜样吗？
不求有多大的丰碑及轰轰烈
烈的事迹，但求在平凡的生
活中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为他人奉献出自己力所能及
的汗水和心血。14年来一如
既往，挽救了80多位患者的
生命，为这种坚持不懈的精
神喝彩。小事情显出了美德，
平凡中方显为人民服务的本
色。

读者：张德刚

恻隐之心，要从善待
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
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
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
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否
则，下一个被按倒在床、挖
肝取肾抽胆汁的，没准就
是我们自己。

——— 学者易中天谈
“活熊取胆”

我觉得帽子对中国人
来说特别有意义。在今天
的中国，它是一个人的身
份和地位的象征。我们作
为一个自然的人奋斗了一
生，其实就是在为一顶“帽
子”而奋斗，一旦把“帽子”
摘掉，大家都一样，都是个
人，人的本身都是一样的。

——— 著名雕塑家、湖
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说

在我看来，美中两国
都是伟大国家，有着不同
的历史。中国有着悠久历
史，美国历史则很短。美国
人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有解
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一
个解决办法都会引发新问
题。这是看问题的不同角
度，并在所有全球问题上
都有着相互影响。

——— 美国前国务卿基
辛格说

盲目追逐高息成为很
多社会公众的白日发财梦
或者击鼓传花式的博傻游
戏。更有不少拥有公权力
或者优势地位的高人，厕
身其间推波助澜，利用集
资者设局，肆意掠夺公众
财富，谋取暴利。

——— 北京大学教授彭
冰说

我敢打赌，了解重耳
的日本人肯定比中国人
多，日本的孔明迷未必少
于中国。至少，中国中学生
心目中的英雄我猜想不会
是诸葛孔明，是比尔·盖茨
或史蒂夫·乔布斯倒颇有
可能。

——— 文学翻译家林少
华说

面对“林来疯”，如果我们只是激动于那张亲切的面孔，又未免太肤浅。建立在遗传基因上的相亲相近，与其说是一种种自豪，不如说是一种自惭。

□杨涛

时任云南省寻甸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文新
于2009年在公休假期间，开
着公车带着家人朋友去东
川区给岳母迁坟，途中坠
崖身亡。事发后，张文新之
子张鑫为索要丧葬费、死亡
赔偿金，和父亲生前所在单
位对簿公堂。东川区法院于
近日作出一审判决，由寻甸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赔偿
张鑫及张鑫的外公李国荣
经济损失34万余元。

从感情角度来说，寻

甸县人大常委会适当地补
偿一些钱给张文新的家
属，公众都能理解。但是，
由法院判决寻甸县人大常
委会赔偿张文新的家属34

万余元，让纳税人当了“冤
大头”，于法于理不通，此
例一开，必将贻害无穷。

按理说，公车是不能
私用的，但是，张文新借用
县人大的公车据说是经过
了批准，且他使用县人大
的车辆时交了300元的燃油
费。但这也只能说明，张文
新与寻甸县人大在车的问
题上形成了一个借用的民

事法律关系。从这个民事
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出借
人的寻甸县人大需要承担
的责任是，要保证车辆安
全性能是良好的，并且注
意审查借用人是否具有驾
照，是否符合借用的主体。
而且，借用合同是无偿合
同，只有出借人具有重大
过错与故意才应该承担民
事责任。但是，根据交警的
鉴定，发生交通事故与车
辆本身性能无关，事故由
作为司机的张文新负全
责。因此，寻甸县人大对于
张文新的死亡并不需要负

任何赔偿责任，相反，借用
人张文新损害了人大的车
辆，寻甸县人大有权向张文
新财产的继承人索赔。

法院判决寻甸县人大
赔偿张文新的家属34万余
元，似乎与公众无关，但
是，人大是公权力机关，它
本身不会创造经济价值，
人大的所有钱都是来自财
政，来自纳税人，实际上，
在这一案件中，不是人大
而 是 纳 税 人 当 了“ 冤 大
头”。如果借公车自己发生
交通事故不但不赔偿单
位，反而能从单位得到赔

偿，如此说来财政的钱岂不
成为“唐僧肉”，谁想吃一口
就吃上一口，纳税人岂不是
税负更加沉重了吗？

所以，同情归同情，法
律归法律，官员借公车私
用本身是错误的，私用公
车还酿成了交通事故更是
双重的错，如今让他的家
属还从他的双重错误中得
到赔偿，那将是错上加错。
法院应当严格依据法律，
驳回张文新家属的诉讼请
求，以此遏制公车私用的
现象，让纳税人的权益得
到保障。

借公车惹祸，责任不能全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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